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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李岩 徐文锋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将“稳就业”“保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深
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进就业帮扶、职业
培训、创业服务、失业预防“四位一体”工作
模式，全市就业规模稳定扩大，就业质量逐
步提升，创业环境持续改善，就业局势保持
总体稳定，写好了稳就业这篇民生文章。

就业帮扶
为群众增收提供“源头活水”

就业是增加群众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
手段，就业困难人员是最需要帮扶实现就业
的群体。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城乡公益性
岗位开发力度，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兜底安
置，有效促进了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增收。曲
阜市姚村镇姚西村村民孔令秀，系建档立卡
贫困户劳动力，婆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丈
夫无固定职业，大儿子肢体二级残疾，家庭
非常困难。在摸排到这一情况后，曲阜市人
社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她送来乡村公
益性岗位，在村里当起了保洁员，工作地点
就在家门口，既照顾到了家庭，又实现了就
业，家庭经济状况逐步得以改善。

为进一步提升就业帮扶成效，全市人社
部门组织开展了“促进重点群体就业”“五进
五送”“两问一送”等一系列活动，通过电话调
查、上门走访等方式，摸清辖区内重点群体就
业服务需求、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台账，精准
匹配，向企业推送适岗人员信息，向群众推送
合适的岗位，有效提高了就业帮扶的成功
率。梁山县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摸排企业及
重点群体信息中发现，梁山县先锋福利纸管
厂需要1名电器维修类电工，工资待遇4400
元左右，而摸排人员中有位残疾人崔秀健，四

级肢体残疾，有电工证，能做电器维修的技术
活。经过对接，崔秀健通过了企业面试，不仅
获得稳定的收入，而且企业还为她缴纳了社
险，解除了后顾之忧。截至11月底，全市失
业人员实现再就业3.4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就业5100人，就业帮扶效果显著。

职业培训
为群众就业提供“腾飞羽翼”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
快速发展，以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直播销
售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灵活就
业显示出巨大活力和潜力。一部分群众想
要从事新就业形态工作，却苦于缺少技能和
门路，看到这种情况，市人社局主动将新就
业形态技能培训纳入免费培训范围，解决了
群众关切的问题。

马海庆是微山岛镇吕蒙村村民，祖辈以
捕鱼为生，家养鱼鹰20多只，是南四湖省级
自然保护区退养区域的渔民，根据相关规定
已退出养殖区域。为稳妥做好南四湖自然
保护区退养渔湖民就业服务工作，微山县人
社服务专员在了解马海庆基本情况后，向他
推荐了网络直播培训课程和渔家烹饪课
程。培训合格后，马海庆在吕蒙村开办了餐
厅，同时在平台开直播向民众介绍鱼鹰捕鱼
传统技艺，目前已拥有20多万粉丝，实现了
传统渔业生产向餐饮直播转型，不仅增加了
收入，也宣传了微山湖传统文化。

除了新就业形态技能培训外，特色培训
因为符合各地市场需求，也是促进就业的一
条好路子。“以前我只能在家忙点农活，照顾
孩子，一年到头基本没啥收入。自从参加了
人社局组织的培训班，我学会了手艺，领了
料在家就能加工，回收后接着领加工费，现
在的我也是家里的大劳力啦！”正在家中制
作柳条筐的泗水县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
鲍凤云，指着旁边的一堆成品高兴地说。近
年来，各级人社部门紧紧盯住特色产业，深

入推进技能培训“一市一品牌”“一县一项
目”建设，推动了曲阜孔府菜师傅、金乡起重
装卸机械操作、嘉祥缝纫等特色培训项目快
速发展。截至11月底，全市共开展各类技
能培训13.2万人次，使广大劳动者掌握了一
技之长，促进了就地就近就业。

创业服务
为群众创业提供“发展引擎”

资金是创业者面临的一大难关。为帮
助创业者纾难解困，市人社部门大力推动

“一站式”贷款模式，创业者通过“济宁人社
通”APP查询到最近的银行网点，就能就近
办理个人创业最高20万、合伙创业最高60
万、企业最高400万的创业担保贷款，并享
受政府贴息，有效降低了创业成本压力。同
时，在全省率先推行“政银担”模式，扩大基
金规模，助力更多人创业。位于任城区的山
东唐乐食品有限公司就是这一政策的受惠
者。“今年以来，我们面对大好的市场，想要
进一步扩大规模，却苦于‘囊中羞涩’只能干
着急。这个时候，银行工作人员主动找上我
们，向我们推荐了创业担保贷款。我们就申
请了300万元，很快就到位了，真是帮了我
们大忙。”财务负责人张海保介绍说。受益
于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唐乐食品有限公司及
时扩大了生产规模，同时带动了周围村庄
130余人就业，有效发挥了创业带动就业倍
增效用。今年截至11月底，全市共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32.2亿元，发放量居全省首位，
帮扶1.58万人、359户企业成功创业。

除了资金扶持外，我市还通过组织创业
训练营、创业大赛、高峰论坛等方式，对创业
人员提供后续服务，“扶人上马、再送一程”，
保障了创业的稳定性、持续性。来自金乡的
90后姑娘周晴晴创立了山东金太阳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珍稀食用菌培育。作
为初创企业家，她参加了市人社部门举办的
第二届“雏鹰计划”创业训练营，经过培训开

拓了眼界，增长了学识，有力促进了企业稳
定发展。后来，她作为优秀创业者被推荐参
加全省“十大返乡创业农民工”评选活动，并
成功入选。如今她已经把食用菌产业做大
做强，成为了全国食用菌行业的名人，被山
东省总工会授予“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失业预防
为稳岗扩岗提供“政策组合”

企业稳则就业稳。稳定就业岗位，防范
员工失业，是稳就业保就业的重要一环。今
年以来，市人社部门继续打出政策“组合
拳”，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延续实施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按
照一定比例返还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同时，
开展“政策敲门”专项行动，推行“零材料、零
跑腿”全程网办模式，人社部门通过系统筛
选符合条件的单位名单，通过电话、短信、上
门等方式主动对接，手把手指导单位进行申
报，确保及时享受到政策“红利”。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科研分公司，是一家
石墨烯高分子复合材料研发企业。去年企业
共缴纳失业保险费3.98万元，按照稳岗返还
政策，企业领取到30%的保险费返还。“我们
公司已收到一万一千余元的稳岗补贴，这部
分资金将用于员工培训、技能提升、缴纳社保
费用等方面，减轻了我们的用工成本。”公司
综合部主任李楠如是说。截至11月底，全市
已发放稳岗返还资金2439.55万元，惠及单
位4847家，稳定就业岗位20.44万个。

除了发放补贴稳定现有岗位，济宁市还推
行“以工代训”补贴，支持企业开发新的工作岗
位，对中小微企业新吸纳劳动者就业并组织开
展以工代训的，按每人每月500元的标准，给
予最长6个月的补贴，鼓励企业更多吸纳就
业。另外，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企业发放社
保补贴，支持残疾人等特殊群众就业。通过稳
岗扩岗政策“组合拳”，全市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1.84%的低位，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用遒劲之笔 写好稳就业民生文章

农家书屋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也是满足基层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
体。近年来，微山县昭阳街道着眼于农村思
想文化阵地建设，加大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将
辖区内新时代文明实践农家书屋打造成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暖心惠民“精神驿站”，
积极引导村民到农家书屋“充电”，让当地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学技术、学本领、长知识。

“咱们农家书屋里关于渔业养殖方面的
书还真不少！”12月25日，在爱湖村的农家

书屋里，几位村民结伴来取“经”。书屋里，
一排排充满湖韵特色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
着各种各样的书籍，村民们正在看书查阅资
料。村民杨尚海说，自从有了农家书屋，他
们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许多村民冬闲不再

“猫冬”，而是纷纷走进农家书屋去“充电”，
主动学习渔业养殖方面的知识，他自己便是
其中的受益者。“我搞淡水养殖十多年了，都
是凭传统经验养殖。”杨尚海说，偶然间在村
里农家书屋翻到一本《高效渔业生态养殖》，
书中详细介绍了高效渔业生态养殖，对养殖
模式以及池塘条件、苗种选育、饲养管理等
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他仔细阅读该书后，
对传统的养殖管护模式进行了调整，在鱼虾
混养比例和密度上进行了调整，同时调整饲
料结构、科学喂养，定期调节水质，做好鱼虾
病防治……杨尚海说，技术到位了，当然收
入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受益匪浅。

在爱湖村，像杨尚海这样从书本中汲取
知识作出改变的村民还有很多。村党支部

书记王明强介绍，为拓宽村民们的知识面，
他们不仅购进了大量书籍，还计划配套电子
阅览室，供村民线上阅读，上网浏览、了解最
前沿的渔业养殖知识。“只有不断学习，才能
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才能让渔民感受到科
技的力量，获得更大的收益。”王强说。

据了解，全街道25个农家书屋图书涉
及文化教育、少儿生活、科技、农业科普等达
两万余册。同时，街道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协
助村（社区）切实管好用好农家书屋，组织农
家书屋管理员大力开展全民阅读和相关文
化活动，将全民阅读与本辖区开展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等其他文化主题活动紧密结合，积
极探索“农家书屋+”模式，把知识转化为生
产力，将农家书屋阅读活动与乡村振兴战略
有机结合，创新农家书屋宣传内容和方式，
将农家书屋打造成村民掌握技术的“黄金
屋”，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李霞 刘敬胜 李冉 摄影报道

农家书屋成渔民从业致富农家书屋成渔民从业致富““加油站加油站””

为促进老年人“地书”健身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丰富中老年
人以及“地书”爱好者的文化体育生活，搞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形
势下的老年健身活动，自12月上旬开始，由任城区老年体协主
办、任城区老年体协书诗画工作委员会承办的“歌颂盛世 喜迎
新春”2021年任城区中老年人“地书”健身展演在城区各辅导站
点陆续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要在任城区文化广场、百花园、洸河花
园、开泰花园、南池公园、杨柳国际、湿地公园等7个辅导站点展
开，有近200名“地书”爱好者参加。

在展演活动现场，“地书”爱好者们以地当纸，清水为墨，手
握海绵水笔或毛笔，蘸着清水，马步卧身，弓腰转肘，站立悬臂，
提气凝力，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的在地上书写着“中国龙”“中国
梦”“精气神”“奋斗百年路不忘初心，启航新征程牢记使命”“建
设体育强国”“建设新任城文化强区”“祖国繁荣昌盛”等充满正
能量的字句诗词，有草书、行书、隶书、楷书，书写内容丰富，书
写现场吸引了很多行人驻足围观，拍手称快，赞不绝口。

“地书健身活动，集锻炼身体、传承文化、陶冶情操于一身，
既能强身健体，又能修心养性，还能锻炼大脑，增强记忆力，是
一项非常好的健身运动。”任城区老年体协书诗画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胡立昂说，展演活动的举办，不仅给地书爱好者提供了
增进感情、交流技艺的平台，不断增加全区中老年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满足感，更是通过这种健身形式吸引了更多的中老年
人加入到体育健身的队伍中来。

近年来，任城区老年体协积极创新培育“地书”这项传统文
化体育项目，在文化广场、南池公园、绿地广场、人民公园等休
闲广场，规划了10多处“地书”健身场地，每年都组织全区地书
爱好者开展交流活动。“地书”健身已经成为任城区一道独特的
文化风景线。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兰梅 摄影报道

“地书”健身热任城

12月24日上午，任城区阜桥街道小闸口社区组织进行核酸
检测应急演练。演练现场，社区居民佩戴口罩有序排队，在引
导下进行扫码、登记、核酸检测。通过演练，社区进一步完善核
酸检测工作程序，积累了实战经验，同时也为应对冬季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打好基础。 ■通讯员 王盼 摄

为丰富居民生活，增进邻里情，近日，任城区济阳街道运河社区运河东区开展了一场“情系包子，蒸出邻里
情”包子手工坊活动。此活动吸引了30余名社区居民参加，准备把蒸好的包子送到创城志愿者手中。

为让创城志愿者们早早地吃到热腾腾的大包子，热心的阿姨们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准备，洗菜、调肉、切
菜等忙得不亦乐乎，活动当天更是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尽管天气寒冷，但大家还是纷纷撸起袖子系上围裙开始
擀皮、调馅，一边话家常，一边包包子，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在一片和谐欢笑声中，形态各异多种颜色充满
爱心的包子蒸出来了，阿姨们忙着将香喷喷的大包子送给创城一线的志愿者和居家的老党员及孤寡老人，冬
季严寒，让他们暖身又暖心。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李琰 摄

党报热线 值班记者 梁琨民 生 关 注

跑 现 场

在 基 层 12月23日，为扎实做好辖区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防寒保暖
等工作，嘉祥县梁宝寺镇，组织镇村干部和志愿者到孤寡老人
家中，逐一排查走访，查看用电、用气、用煤取暖安全，并帮助老
人包裹自来水管，保障老人寒冬正常用水。图为志愿者为老人
家中水管穿上“保暖衣”。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于帅 摄

12月24日，市民洪女士拨打本报党报热线2349995反
映，应该为这种及时伸援手的志愿者点赞。她说，12月23日
下午，她驱车路过洸河路与供销路交叉路口，在等待红绿灯
时，看到一幕暖心场景。“两位老人家从洸河路邮电支局大楼
出来后，相互搀扶着下门前阶梯，这时一名正在清扫卫生的身
着‘抗疫志愿者’红马甲的女同志放下手中工作，上前搀扶老
人安稳下阶梯。”洪女士说，虽然只是“举手之劳”，但却很暖
心，也体现了济宁当下尊老爱老的良好氛围。尤其当下，老年
人越来越多，需要社会各界及时伸援手，为老人们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让老人们充分感受到文明城市的文明红利。


